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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内容概要

本书可谓是顾准研究资料的集大成之作，分量颇重，意义深远。书中所收文章之来源，既有顾准先生
的亲人，也有与顾准先生共事多年的战友；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理论界的名儒宿彦，以及来自顾准先
生母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研究者。本书的出版，不但对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和杰出的思想家顾准，
带来极大的便利，更期望能激发起如顾准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份敢于对国家、对社会例出反思、自
审的精神。
谨以此书作为心香一瓣，祭奠顾准先生的在天之灵。
导 语：     在本书里，顾准先生大德大爱的崇高形象跃然纸上：顾准自幼自学成才，很快成为立信会计
事业的台柱，深得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潘序伦的信任；顾准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了地下
党的职委、文委工作，立信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顾准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财政局首任局长，为国
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顾准后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从事学术研究，他对古今
中外的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经济的探索，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明内
外之势、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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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作者简介

作者介绍：    罗银胜，资深传记作家、学者。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
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才情人生乔冠华》、《乔冠
华全传》、《潘序伦传》、《潘序伦教育思想研究》、《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
》、《周扬传》、《贾樟柯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
、《顾准再思录》、《钱谷融：闲斋忆旧》、《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多情莫笑我：黄
宗英回忆录》、《记忆的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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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书籍目录

序（陈敏之）    辑一  顾准其人其事怀顾准（王元化）我与顾准（陈敏之）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
张劲夫）我眼中的顾准（王  蒙）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吴敬琏）从一些片
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赵人伟）追思顾准（陈瑞铭）面影和命运——顾准先生二三事（楼
肇明）竺可桢日记里的顾准（樊洪业）感悟顾准在会计领域的成就与影响（董付君、罗  旭）顾准的
非凡人生（罗银胜）新知识分子——顾准（罗银胜）孙冶方与顾准的友情（罗银胜）两位真正的思想
家——记王元化与顾准（罗银胜）听吴敬琏先生谈顾准（罗银胜）    辑二  顾准思想研究重读顾准笔记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敏之）顾准的道德实践（许纪霖）顾准与韦伯：不容忽视的遗产（罗  
岗）研究顾准的意义所在（丁  东）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谢泳）夜读顾准（吴中杰）思想者
顾准（骆玉明）鲁迅与顾准（钱理群）文化英雄、文学想象与身份焦虑（李  勇）顾准论：人类是否
真正需要理想主义？（张远山）论权力的分化和私人占有（周铁水）解读顾准对民主制度产生的论述
（周铁水）痛苦的顾准（周铁水）只因顾准的思想变成铅字（邵燕祥）顾准的“雅努斯”现象（李国
文）顾准和李贽（吴远鹏）1970年代中国的异端思想：以顾准和王申酉为例（蒋贤斌）    辑三  探求与
争鸣把顾准还给顾准（旷为荣旷新年）顾准与卢森堡（靳树鹏）还是要把顾准还给顾准（旷新年）顾
准是想象出来的吗？（靳树鹏）顾准著作刊布考（罗银胜）答罗银胜君有关顾准著作的书信（承公侠
）民主：不是结婚，而是谈恋爱（伍立杨）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蒋贤斌）有很多
顾准（黄一龙）谈顾准的《会计原理》（潘序伦李鸿寿等）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再读《顾准文
集》（俞可平）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何新）专制主义的学理依据与人
性根源——从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说开去（陶东风）温故之思——《希腊城邦制度》读
后（张国擎）求真之道——读顾心解（张志忠）义无反顾地探索——读《顾准日记》（高光）《顾准
笔记》引发的思考（李一蠡）思想的碰撞与对话才是最好的纪念（河西）愧对顾准（朱学勤）请尊重
本民族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傅国涌）国学热中话顾准——纪念顾准诞辰90周年（袁伟
时）顾准思想的继承和研究（徐友渔）从虔诚的朝圣者到批判的勇士：论顾准的思想成因及转变（周
铁水）顾准的悲哀（杨植峰）    附录赖有斯人慰寂寥——顾准诞辰90周年的回忆（林蔚）三十六年寻
梦路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寻访息县东岳纪实（李  玉）后记（罗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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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章节摘录

　　1995年，我国出现“顾准热”的时候，我正身处异国他乡。回国以后，陆续收到三本有关顾准的
著作：《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我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如饮甘露，似嚼橄
榄，受启发良多，余味无穷。对顾准的认识比过去全面、系统、准确、深化多了。当此纪念顾准九十
诞辰之际，作为顾准多年的同事兼学生的我，也来步学术界的后尘，对他作些追思，以期集思广益，
交流切磋。　　不具慧眼，难识真佛。要说跟顾准的接触与交往，笔者比一般局外人士要多得多。我
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息县干校与他共处多年，而且还于1966年将近一年的期间里，在房山县大
韩继村建筑工地上与他一道被监督劳动过。其实我们经常交流思想、谈古论今。偶尔也开开玩笑，苦
中作乐一番。是年，他51岁，我30岁，可称得上“忘年交”。他是性情中人，口无遮拦、爱发议论、
锋芒毕露、喜怒常形于色，生气时也会骂娘。与这样的人相处，不累，还挺有意思。说实在的，当年
虽说我很佩服他：会计专家、英语精通、学贯中西、敢讲真话等等，但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
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与理论先驱等等。综观顾准的方方面面，以
上评价恰如其分，绝无溢美之嫌。大凡要较全面准确地认清与评价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往往需要
在他身后若干年或甚至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兴许是一条客观规律吧。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
。　　当年，他是“极右分子”，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怎么就摊上
了这么可怕的罪名？说起来是“水土不服”，时机不巧所至。　　我在1960年秋，从莫斯科大学经济
系毕业归国，分配在经济所工作。1961年夏，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人委财委从事协助管理集市贸易
的工作。农村集市自1961年初开放以后，对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好的作用。到了1962年4
、5月份，传来关于集市要重新关闭的小道消息。我写了一篇《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寄回
所里。里头讲了一些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是修正主义，至少是“右倾”的观点，诸如：农村自
由市场利多弊少，不可时开、时关；对集市应“统其大纲、无为而治”；长途贩运不应算违法，只要
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农业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农村一次次整风不能解决干
部民主作风问题，关键是规章制度，不可一个人说了算，应搞包产到户作权宜之计等等。9月份，所
长孙冶方给我回了封亲笔信，说《调查报告》很好，已在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
各界重视，请继续调研，及时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云云。我有些小虚荣心，将此信给不少人看过。
到了1964年10月，康生派了一个庞大工作组到经济所搞“四清”。当工作组向我要孙冶方的这封信时
，我把它烧掉了。我刚回国不久，实在不知道政治运动中“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新道德标准，还自
认为这是古之“君子”、国际上之“汉子”的行为。这是“水土不服”所至。为什么说“时机不巧”
呢？后来得知，1961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些检讨，中央一线工作的
刘少奇把陈云请出来主持恢复经济的工作，推行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经济很快有所好转。
这期间，彭德怀提出“本反”的申诉，又出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毛泽东开始反击，在1962年8月的
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以及9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
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在这节骨眼上，孙冶方说我的《报告》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要我
继续上报。这不是蓄意地组织人马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吗？我将这么重要的“罪证”付之一炬，很可能
惹怒了“四清”工作组、上面的牵线人康生之流。于是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运
动中烧毁重要罪证”。这样，我日后就经常需要与顾准这类“分子”为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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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编辑推荐

　　在《顾准再思录》里，顾准先生大德大爱的崇高形象跃然纸上：顾准自幼自学成才，很快成为立
信会计事业的台柱，深得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潘序伦的信任；顾准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领导
了地下党的职委、文委工作，立信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顾准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财政局首任局长
，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顾准后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从事学术研究，他
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经济的探索，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
、明内外之势、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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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精彩短评

1、书的标题让我以为顾准的文章合集，结果并不是，而是其他一些人纪念、缅怀的文章。这个意义
上就。。。早知道就不买了。当然书的装帧、印刷、纸张还是不错的，就是内容方面南辕北辙。
2、这是顾先生亲人、朋友、同事等对其的回忆、研究文章，虽不甚完备，读读这些也能对顾先生的
人格、学问、志趣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了，另一本重要的先生的回忆文集是先生六弟陈敏之先生的《我
与顾准》。
3、许多超前的思维今天仍不过时，这既是一种惊喜，也是一种悲哀！但愿顾准早日成为过去。
4、顾准提倡机制建设!
5、一些著名学者对顾准思想的解读，见仁见智
6、久闻其名，尚待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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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再思录》

章节试读

1、《顾准再思录》的笔记-0

        吴敬琏忆顾准
http://v.ifeng.com/documentary/figure/201308/03f63ef1-bfa3-4357-bbc0-a6b321f6cdb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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